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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丈化有相时 固定的组成要亲
.

奋山 丈化虽 然是一个断推出的棍念
,

但近来在报刊杂志发表

的相 关 丈章越来越多
。

作 为一个特定的丈化地城
,

奋山文化不仅足岭南丈化的坟形
,

也足中国近现代化

的重丢 派头
,

而 孙中山是香山文化的集 大成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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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 市委室传部剐部长
、

副教授 (广 东 中山 528 40 3)

近来
,

社会各界开始关注
、

挖掘和讨论香山文化
。

作为社会存在
,

香山文化是一个
“

老
”

话

题
.
单独研究和推介

,

香山文化则是一个新课题
。

文化是指南针和方向盘
。

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
,

立刻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

给诸多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和自古至今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找到了
“

根
” 。

但是
,

无论是老话题还是新课题
,

香山文化从无到有
,

一路风尘
,

不识在清末民初尤为辉

煌
,

而且至今仍焕发出夺目光彩
,

这些都是举世不争的事实
。

不仅如此
,

在社会发展和生活实践

中形成的香山人特有的政治态度
、

价值观念
、

风俗习惯
、

行为规范等文化因子早已超越时空
,

成

为见证中国近现代发展道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

一
、

香山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地域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相对的地理范围和区域限制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所有文化都是地域文化
。

所以
,

香山文化得从
“

香山
”

地域说起
。

香山是一个历史名称和后生成的地理概念
,

因
“

地多神

仙花卉
” “

色香俱绝
”

而得名
,

大致包括今天的广东省中山市
、

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

香山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汉代开始的
。

翻阅 《香山县志》 可知
,

香山在汉朝就出了官至苍梧太守的

陈临
,

且颇有政绩
,

为老百姓称颂
。

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

香山是珠江 口外伶仃洋上的

一个孤岛
,

秦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前 21 4) 香山属南海郡地
,

汉元鼎六年 (公元前 11 1) 属南海

郡之番禺县地
,

晋咸和六年 ( 33 1) 属东莞郡地
,

隋开皇十年 ( 5 9 0) 属宝安县地 (东莞郡改名而

来 )
。

唐至德二年 ( 7 57 )
,

宝安县更名东莞县
,

香山岛属东莞县地
,

东莞县在香山岛设地方行政

单位文顺乡
,

驻地漆潭 (现珠海山场〕 设戌边军事单位香山镇
。

北宋时整个文顺乡改为地方行政

单位之香山镇
,

其境域为中山市的石岐
、

沙溪
、

大涌
、

环城
、

深湾
、

三乡
、

神湾
、

石塘
、

翠亨
、

五桂山
、

南朗
、

张家边
、

山场
、

前山
、

唐家
、

下栅一带
。

在中国封建社会
,

皇权自古不下县
。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 ( 1 15 2 )
,

朝廷将南海
、

番禺
、

新会

和东莞四县各划出一部分
,

设香山县
,

隶属广州
,

县城建于香山岛北端
,

石歧山 (今烟墩山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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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方①
,

史称铁城
,

设县署于仁山下 (今石岐孙中山纪念堂所在地 )
,

自此开始了封建皇权统

治
。

立县之初
,

香山设置仁厚
、

德庆
、

永乐
、

长乐
、

永宁
、

丰乐
、

长安
、

宁安
、

古海
、

潮居等十

乡②
。

明洪武十四年 ( 138 2 )
,

改十乡为仁厚坊
、

良字都
、

龙眼都
、

得能都
、

四字都
、

大字都
、

谷

字都
、

恭常都
、

大榄都
、

黄旗都
、

黄梁都等 11 坊都
,

仍由广州府管辖
。

清道光七年 ( 18 2 7 )
,

全

县 11 个都又合并为仁 良
、

四大
、

隆都
、

谷都
、

榄都
、

得能
、

恭常
、

黄旗
、

黄梁等 9个都
。

据 《香

山县志续编》 记载
,

光绪初年又改都为镇
,

全县设置仁良都
、

黄旗都
、

东镇
、

上恭镇
、

下恭镇
、

隆镇
、

谷镇
、

榄镇
、

黄梁镇等 9 个都镇
。

宣统二年 ( 19 or )
,

香山改镇为区 ③
。

在清嘉庆年间
,

西

北部的
“

西海十八沙
”

(小榄
、

东升
、

横栏 ) 和东北部的
“

东海十六沙
”

(东凤
、

黄圃
、

南头
、

阜

沙
、

三角
、

民众
、

港口 ) 相继成陆
。

香山因人口稀少
,

可耕地少
,

经济落后
,

故在宋
、

元
、

明代
,

被朝廷列为下等县
,

清朝时香山的农业
、

商业和交通渐渐发达
,

朝廷定为大县
。

晚清和民国早期
,

成批的香山人到海外发展
,

香山县成为著名的侨乡
。

19 2 5 年 4 月 15 日
,

为纪念孙中山
,

香山县

改为中山县
。

19 2 9 年 2月
,

国民政府第十九次国务会议确定 中山县为全国模范县
。

19 4 9 年 10 月

30 日
,

中山县解放
,

先后属珠江
、

粤中
、

佛山三地区
。

19 5 2 年 7月
,

中山县接管珠江区专员公

署海岛管理处
。

1 9 5 3 年 4 月 2 0 日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设立珠海县
,

1 9 5 9年 3月 22 日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撤消珠海县
,

改为中山县珠海公社
,

19 61 年 10 月 5 日
,

又恢复珠海县
。

19 80 年
,

珠海成立经济特区
。

澳门古称滚镜澳
,

也称香山澳
,

香 山建县时便是香 山县境的一部分
。

明嘉靖三十二年 ( 1 5 5 3 )
,

葡萄牙人贿赂海道副使汪柏
,

借 口 遇风暴需晒货物
,

乘机上岸寄居
,

后在南湾一带修筑城墙 自设

官吏
。

天启元年 ( 16 2 1 )
,

香山县在澳门附近设置前山寨
,

加派官兵驻守在澳门周围
。

184 9 年
,

葡萄牙政府借 口 亚马留事件侵 占澳门
,

此后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无力挽救
,

澳门一步步落人由葡人
“

永居管理
”

的命运
。

19 9 9 年 12 月 2 0 日
,

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
,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别行政

区
,

澳门进人了新时期
。

香山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
。

从文化地理的意义上说
,

中山
、

珠海
、

澳门等地历史同源
、

文化同根
,

同属香山文化圈
,

是香山文化的起点
。

二
、

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缩影

文化集中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

正如生物需要空气
、

水和适当的温度
,

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依赖一定的社会母体和周边环境
。

香山文化是在岭南文化的氛围里孕育成长的
,

香山

文化是岭南文化 的最新缩影
。

香山文化属于岭南文化
。

香山文化和岭南文化都是区域文化
,

区域文化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

过程
,

它的核心是区域意识文化
。

意识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意识文化两部分
。

生活在即定区域的

人
,

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多种多样
,

但是
,

从中可以概括出最具普遍性
、

被多数群众认同的思想

① 今石歧孙文中路西段
、

民生北路
、

拱辰路一带
。

O 据 《香山县志》 明房庆本
、

清康熙本记载
.

从东莞县划人的香山镇
,

改里仁厚乡 《现石岐
、

环城
、

深湾一带 )
.

德庆乡

(现沙澳
、

大涌一带 )
、

永乐乡 《现张家边
、

库充一带 )
、

长乐乡 (现神涌
、

珊洲一带 )
、

水宁乡 《现南朗
,

翠亨一带 )
,

丰

乐乡 (现三乡
、

神湾一带 》
、

长安乡 (现山场
、

前山
、

澳门
、

唐家
、

下栅一带 )
.
从南海县划人的地方

,

改t 宁安乡 (现

小榄
、

海洲一带》.
从番禺

、

东莞县西划人的地方
,

改! 古海乡 (现黄圃
、

潭洲
、

黄阁一带 )
.
从新会县划人的地方

,

改

t 潮居乡 《现斗门
、

乾务
、

三灶一带 )
。

O 仁良都为第一区 《今石歧
、

港口一带 )
,

隆镇为第二区 (今沙澳
、

大涌
、

横栏
、

沙朗和板芙西部一带 》
,

祝镇为第三区 (今小

榄
、

古俄
、

东升
、

东凤一带 )
,

东镇为第四区 (今张家边
、

南朗
、

长江水库一带 )
.

谷镇为第五区 (今三乡
、

神清一带 )
,

上

恭镇为第六区 《今唐家
、

下栅
、

淇澳一带 )
,

下恭镇为第七区 (今香洲
、

前山
、

湾仔
、

坦洲
、

横琴
、

万山一带 》
.

黄良镇为第

人区 (今斗门
、

乾务
、

白焦
、

三灶一带 )
.

黄旗镇为第九区 (今黄圃
、

阜沙
、

南头
、

民众
、

三角
、

潭洲
、

大阂
、

黄阁一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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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行为准则
,

成为该区域的惫识文化
。

秦代的岭南包括今广东
、

海南
、

广西的大部分和越南

北部
。

地势上
,

岭南山势连绵
,

依山傍海
,

河汉纵横
, “

近夏瘴热
,

暴露人居
,

蝮蛇蛰生
,

疾病

多作
” ①

。

直到唐代
,

岭南还是
“

恶淫瘫毒聚
”

的化外地方②
。

岭南偏安边睡
,

远离战乱
,

历朝

都有中原人迁人
。

两汉
、

两晋南北朝
、

北宋末年到南宋
、

明朝后期 出现 了四次移民高潮
。

香山位

于珠江三角洲腹地
,

地处海隅
,

往往是迁徙的终点
。

历史上有南宋早期和末期两次大的移民迁人
:

其一是南宋咸淳十年 ( 127 4 )
,

居住与南雄珠现巷的 13 姓 97 户人家结伴逃到珠三角地区
,

相当

部分落籍香山
.
再一次是南宋末年

,

宋端宗及其部属兵败逃往香山
,

南宋粗灭后大批宗室和部属

的后裔留窝于此
,

带来了高层次的中原文化
。

所以
,

从文化生成来看
,

香山文化与岭南文化一样
,

是古老的中原文化与近代海外文化的混合体
,

在岭南文化和香山文化的演化过程中
,

许多思想

家
、

学者
、

艺术家和政治家 (包括西方传教士 ) 等的活动
,

促进了它们的形成和发展
。

岭南文化

是香山文化的母体
。

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

岭南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
,

南越本土文化为基础
,

吸收海外文化形成的多元文化体系
。

岭南文化大体分为珠江系文化
、

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

块
,

珠江系文化的广府文化
、

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是当今岭南文化的主体
。

香山文化也是中原士

族移 民人徙香山带来的汉族 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
,

与西方文化交汇逐渐形成的一种新质文化
。

与

广府文化
、

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相 比
,

香山文化是后起之秀
。

香山文化脱胎于岭南文化
,

包含了

岭南文化体系中的粤
、

闽
、

客三大民系的文化特质
,

特别是近现代以来
,

香山文化与岭南文化同

步发展
,

共 同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

儒家文化与西洋文化汇合的交响乐
。

从文化特质

来说
,

香山文化属于岭南文化的亚文化
,

香山文化
“

保守正统与开放创新并存
、

趋利务实与热情

浪漫同在
、

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
、

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合一
” ③

,

而岭南文化具有脚踏实地
、

开拓创新
、

开放多元
、

刚柔相济的鲜明个性
.

茬岭南文化板块
,

香山文化的崛起是社会演化的结

晶
,

它在比岭南更小
、

更集 中的一块地方把岭南文化的方方面面展示得淋漓尽致
,

是人们认识岭

南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窗 口
,

在整个岭南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
“

滴水光辉
”

作用
。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
。

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文字
,

但是不能没有语言
。

没有语言
,

社会就不能生

存和发展
。

岭南文化有 自己的语言
。

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内部分工或社团居 民在地域上向外扩

展
,

单一社会就分化为若干个社团
,

在一个社团内出现的语言变化往往能在本社团内很快推开而

不能同样快地扩展到其他社团
,

从而分化为不同的地域方言
。

秦统一中国后
,

赵佗率 50 万人南

下
,

开始了汉人与南越土著百粤人的融合
。

大唐张九龄开辟梅岭古道后
,

北人至珠现巷再分散到

西江
、

北江和珠江三角洲
,

他们说
“

白话
” ,

即粤方言
。

迁移到韩江流城并与当地先民交融的移

民讲潮州话
,

属闽方言
,

唐朝韩愈被贬到此
,

使潮汕文化大放异彩
。

比广府人
、

潮汕人较迟
,

来

自江西
、

福建的移民只能在山区与瑶
、

舍
、

壮等少数民族杂居
,

他们讲客家方言
。

今天的广东省

内
,

客家主要分布在梅州
、

韶关
、

河源等地区
,

潮汕主要分布在潮州
、

揭阳
、

汕头
、

汕尾等地区
,

广府则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地区
。

新中国建国初期
,

大批南下干部留在广东
。

改革开放

以来
,

出现了
“

东南西北中
,

一起去广东几的移民潮
,

全 国各地的方言汇聚岭南
,

大家用普通话

交流
,

普通话方言区逐步成形
。

走马香山
,

我们可以在中山沙溪
、

大涌等地听隆都话
,

在五桂山

区听客家话
,

在珠海和中山的很多地方听地道的京腔
,

在澳门听葡语
、

英语
。

缩影是指可以代表同一类型的具体而微的人或事物
。

诗人说
,

相片是记忆的缩影
,

炊烟是故

乡的缩影
.
历史学家说

,

上海是 中国近现代化的缩影
,

深圳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

要认识

① 司徒尚纪
: 《广东文化地理》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 93 年版
,

第 3页
。

② 韩愈
、

拢吏
: 《全唐诗》 第 341 卷

,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 6年版
,

第 2070 页
。

③ 胡波
: 《香山文化的现代诊释》

.

《学术研究》 2侧巧年第 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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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香山文化的几个基本问月

岭南文化
,

香山文化是最好的标本
。

三
、

孙中山是香山文化之集大成者

文化即
“

人
”

化
,

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
。

香山是人杰地灵
、

群星荟萃之地
。

然而
,

假若没有

孙中山
,

香山文化的地位和价值一定会大打折扣
。

孙中山是地道的香山人
,

香山文化是孙中山的根
。

童年生活在孙中山社会人生观的形成以及

社会化过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

宋庆龄曾经指出
:

孙中山的
“

家庭 出身
、

他和下层被压迫人民

的共同生活
,

以及他所听到的人民企图摆脱压迫者的斗争故事
,

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象
” ①

。

孙中山这样称赞故乡
, “

不在地形之便利
,

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
. 不在物质之进步

,

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
” 。

香山地处边睡
,

较少受到中原正统思想的影响和一些封趁落后制度的

束缚
,

视野较为宽广
,

思路较为开阔
,

商品意识浓厚
,

实用理性突 出
,

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

敢于

吸收
、

攀仿和学习外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
。

中国历史文化里
,

老百姓摆脱贫困
、

提高社会

地位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进学
,

通过参加科举考取功名
。

客家人更有重视教育
、

崇尚学习的传统
,

孙中山是客家的后代
。

因此
,

尽管家贫
,

孙中山仍然受到了较好的教育
。

香山潇临南海
,

方便对

外联络
,

香山人很早就受近现代西方文明的熏染
,

并凭借水道远度他乡
。

1 8 4 5 年葡萄牙国王宜

布澳门为自由贸易港
,

使香山成为中国沐浴欧风美雨的最前方
。

18 7 9 年 6 月
,

孙中山第一次出

国
, “

始见轮舟之奇
,

沧海之阔
,

自是有慕西学之心
,

穷天地之想
” ②

。

著名学者胡波研究岭南

文化对孙中山的影响后得出结论
:
如果说在西式学院所受的主要是观念

、

知识和思想教育的话
,

香山社会则主要从性格
、

为人处世和深层心理上塑造着孙中山这个人
。

毛泽东曾明确地说
, “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
,

正规地说起来
,

是从孙中山先

生开始的
” 。

。

毛泽东高度评价他
“

领导人民推翻帝制
、

建立共和国
”

和
“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

期
,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 ,

称他是
“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 ④

。

孙中山

到香港求学时爆发的中法战争对他的启迪很大
,

他说
, “

余自乙酉中法战后
,

始有志于革命
” ③

。

1 8 9 3 年
,

孙中山放弃医人
,

专职医国
,

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

1 8 9 7 年
,

他分析形势后认为
,

“

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
。

我不是说
,

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
。

我们有 自己的

文明
,

但是
,

因为无法进行比较
、

选择而得不到发展
,

它也就停滞不前了
。

时至今日
,

这种文明

已经和人 民群众完全格格不人了
” ⑥

。

孙中山在海外奔走呼喊了 16 年
,

他组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

个现代政党
、

缔造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竖帜领导第一次武装反清
、

第一次阐述三民主义纲领
、

建

立第一次国共合作
。

孙中山关于民族解放的思想
、

民主平等的思想
、

两个文明相待发展的思想
、

以民为本的思想以及中国式的发展思想
,

涵盖了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
、

军事
、

外交等各个领

域
,

构成 了比较完整的近现代化理论体系
,

对于当今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

孙中山是香山文化名人的代表
。

唐宋的数百年间
,

香山有典籍可考的文化名人很少
,

仅得郑

愚 (唐末
、

官至宰相 ) 等数人
。

明清以来
,

香山名人辈出
。

明嘉庆年间
,

香山中举人数达 180 名
,

其中有 16 人考取进士
。

较负盛名的有黄徽
、

黄佐父子和内阁大学士何吾脸
。

清朝至科举制度废

除的 2 00 多年里
,

香山进士 10 7名
、

探花 2名⑦
。

尤其是近现代
,

祖籍香山的历史名人不下 100 位
.

① 转引自中共中山市委宜传部
、

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编 棍伟人孙中山》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 1年版
,

第 1页
。

② 孙中山
: 《复租理斯函 ,

,

佚名编 《总理遗且》 形印本
,

第 3页
。

③ 心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

人民出版社
,

1991 年版
.

第 527 页
。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

人民出版社 19肠年版
,

第 , 54 页
。

0 引自 《孙中山言粹》 序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侃旧年版
,

第 3页
。

⑥ 《孙中山全集》 第 1卷
,

中华书局 198 6年版
,

第 86 页
。

O 胡波
: 《香山文化的现代诊释》

,

《学术研究》 2仪巧年第 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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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山文化的几个基本问胭

其中荣膺某一领域
“

第一
”

的名人就有近 03 位①
。

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容阂
,

我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代表
、

《盛世危言》 的作者郑观应
,

中国空军之父杨仙逸
,

中国第

一个女飞行员朱慕飞
,

被孙中山称为
“

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

的陆浩东
,

任过北阀军飞机队队长
、

航空学校校长和空军司令的张惠长
,

北洋军阀海军总长程璧光
,

北洋军

阀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
,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

立法院院长和考试院院长孙科
,

四角号码检字法

发明人
、

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
,

1921 年首任香山民选县长
、

19 4 8年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

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
,

华南地区最早宜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杨饱安
,

省港大罢工领导人苏兆

征
,

中国第一企业家唐廷枢
,

中国第一大买办徐润
,

以及上海先施
、

永安
、

新新
、

大新等四大百

货公司的创始人等等
。

此外
,

还有钟荣光
、

韦卓民
、

容启东等一批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和裕容龄
、

苏曼殊
、

阮玲玉
、

郑景康
、

郑君里
、

萧友梅
、

张惠冲
、

方仁定
、

吕文成
、

容国团等一大批文艺体

育界的优秀人物
。

数以百计的香山名人
,

有的直接影响了孙中山的人生道路
,

有的是在孙中山的

直接或间接影响下一举成名的
。

著名学者唐德刚曾经评价
“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

凤毛麟角的 m o d er n m a n .
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

” 。
。

四
、

香山文化是中国近现代化的重要源头

香山文化是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先声
。

推翻三座大山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长期过程
。

史料记

载
,

清军人关时所到之处
, “

县无完村
,

村无完家
,

家无完人
,

人无完妇
” ,

逐步酝酿起汉族
“

驱

逐鞋虏
”

的排满
“

火山
” 。

乾隆晚期
,

清朝开始走下坡路
。

到嘉庆 ( 17 9 6一 1820) 年间
,

君主专

制令人窒息
,

国家财政严重人不敷出
,

国防极度空虚
,

且大兴文字狱
,

用孔
、

孟
、

程
、

朱之道钳

制人们的思想
,

加上长期闭关自守
,

封建统治危机四伏
。

18 世纪末
,

神州处处民不聊生
,

北方

以白莲教为主
,

南方以天地会为主
,

各地人民起义不断
。

孙中山耳濡 目染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群

众的怨声载道
,

在暴风骤雨中长大成人
。

早期的革命生涯里
,

香山籍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
,

不仅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

而且促使他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革命思想
,

为民主革命夯实了理论基

础
。

几乎与此同时
,

西方主要国家相继进人资本主义社会
,

携工业革命雄风迅速崛起
,

在全球进

行侵略扩张
,

开拓殖 民地和海外市场
,

瓜分势力范围
。

鸦片战争以后
,

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沦

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
,

中华民族屈辱
、

苦难
、

探索
、

斗争了整整一百多年
。

先有曾国落
、

李鸿

章
、

左宗棠等主张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

以镇压太平天国为目的发起了地主阶级自救性质的

洋务运动
,

产生了早期官僚资本主义
。

甲午战争后
,

又有以康有为
、

梁启超
、

谭用同
、

严复为代

表掀起了维新变法政治运动
,

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

洋务派兴实业和维新派

图变法
,

都未能达到救国救民
、

自强求富的目的
,

接着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也以失败告终
。

191 1

年
,

深受香山文化熏陶的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朝
、

结束帝制
、

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

大胜利
,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莫定了基础
,

但因袁世凯窃取政权
,

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

从

反面给推翻三座大山指明了新的方向
,

提出了新的要求
,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好了铺垫
。

香山文化通过澳门较早接触了西方近现代文明
。

以科学和民主为基本要素的西方近现代文明

最初是由贸易和传教
“

带
”

人中国的
。

至明代中叶
,

澳门已经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东方的最大

贸易中心和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汇地
,

西方人把外国货物源源不断地输人中国内地
,

在此基础上产

生了一个新的行业一一买办
。

随着商品交易的繁荣
,

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或在澳门学习汉语后到内

地传教
,

或办教会学校
,

甚至资助华人赴西洋留学
,

培养中国的西教徒
。

165 0 年
,

香山人郑码

① 王远明
: 《香山文化研究之价值与愈义 》

.

《学术研究》 2侧巧年第 6期
。

② 胡适 口述
、

唐德刚译注
: 《胡适口述自转》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侧)5 年版
,

第 8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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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 ? 一 1 6 7)4 去罗马 留学
,

据说是中国第一个留洋学生
。

约 2 00 年后
,

香山南屏人容宏与黄胜
、

黄宽一起进澳门教会学堂读
“

西塾
” ,

到美国学习
,

迈出了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教育的关键一步
,

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
,

为后来携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学埋下了伏笔
。

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

是寓居澳门完成的
,

孙中山青年时代多次往返澳门
,

一大批香山人从澳门走向世界
,

说明澳门的

确可称近代中国人特别是香山人接受西方文明的门户
。

政治是文化的最高层次
。

民主政治是西方

近现代文明的灵魂
,

议会则是民主的重要形式
。

孙中山
“

强调使用议会程序
” ,

将
“

民主议会规

则的标准本
”

《R o b er t
’

5 R ul es of O r d er 》 译为 《民权初步 》
,

他认为
“

搞
`

民权
’

的第一步

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
,

会中如何决议
,

决议后如何执行
” 。

孙 中山
“

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

他人所能及
” ①

,

由此可见西方近现代文明对香 山人和香 山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香山文化的环境中诞生的
。

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党是中国同盟会
,

其前身是 18 9 4年孙中山在夏威夷创立的兴中会
。

兴中会第一批 2 0多名会员的绝大多数是香山人
。

1只00 年至 1 9 0 5 年加人兴 中会的 195 名会员中
,

香山籍的 79 名
,

占 4 0%
。

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兴

中会 2 6 8名会员 中
,

香山籍的 9 8 名
,

占 3 0%
,

包括郑彼岸
、

林君复
、

刘思复等②
。

19 0 5 年 8月

2 0 日
,

孙中山在东京主持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
。

之所以把中国同盟 会视为中国第一个现代

政党
,

是因为当时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政党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基础
,

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套资产

阶级的组织系统
,

而且还有一个明确的
、

多数会员接受的
“

驱逐糙虏
,

恢复中华
,

创立 民国
,

平

均地权
”

的政治纲领—
三民主义

,

其实质就是为组织和领导反对清朝政府统治
,

推翻封建专制

主义
,

争取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③
。

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工具
,

以孙中山为首的

香山人对中国同盟会的作用与香山文化是分不开的
。

香山人创造了灿烂的香山文化
,

为中国近现代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孙中山先生说得好
,

世

界潮流浩措荡荡
,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

香山正是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
,

造就了先知先

觉的优秀群体
。

研究历史
,

就是搜集和整理过去的信息
,

为今后指明去向
。

挖掘
、

梳理香山历史人文
,

实在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措瀚工程
。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胡平说
,

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的民族
,

只能在荒芜

的精神原野上如吉 卜赛人流浪
.
一个遗忘了历史或者不尊重历史的国度

,

再枝叶藏袭也不过是舞

台上一棵没有根系的大树
。

以上简述香山文化的几个基本问题
,

其实也是试图在史料中寻找方

向
、

在文化中探求规律
。

(责任编挥
:

周小玲 )

S o m e F u n d a m e n 妞 I P比 b l e m s a b o u t 儿a n gs h a n C u l t u er

iY
n X u

hz o n g

A b就 r a e t: C u lut er h as er lat iv e s t ab le fo mr at i o n fa e仍 r s
.

A lt h o u hg X ian gs h an e u lt u r e 15 a n

ew ly e m e gr e d e on c e队

er lat i v e
叭 ie l e s P ir n et d in th e m ed ia aer in e er as in g er c e n t l.y A s a sP ec ial e u l ut ar l if e ld

,

X ian gs han e u lt u er 15 n o t o n ly t he

e Piot m e o f L in gn an
c u l tu er

,

b u t a ls o an im P o rt an t o r ig i n s o f C hi n e se m o d e nr iatZ i o n
.

S u n Z h o n g s h an i s th e
ex

e m P Iar o f

X ian g s h朋 e u ltU er
·

K叮 W o r d s : X i an g hs an C u lut er ; Fu n dam en at l J u d gln
e n t: H is to r ic ia 助

s e别陀 h

①

O

胡适口述
、

唐德刚译注
: 《胡适口述自转》 第64

、

84 页
。

引自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

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

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编 《香山设县 850 年》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加 3

年版
,

第 92 页
。

章开沉
: 《同盟会会名探源》

,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 》 第 92 页
,

第引 9一 420 页
,

天津人民出版杜 1985 年版
。

16 9


